
“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热
词”，也是今年上海两会的“热议焦点”。

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环境保
护、公共服务、文化发展!!代表委
员建言献策，长三角三省一市既要各
扬所长，又要协同合作，“犹如人的五根
手指，伸出去是拳头，缩回来是五指”。

代表委员建言长三角三省一市既要各扬所长又要协同合作

伸出去是拳头 缩回来是五指

!

!"#$%焦点
2019年1月30日星期三 本版编辑

!

王文佳 视觉设计
!

竹建英

! ! ! !“交通一体化，是长三角区域
发展进程中最直观、最基础、也是
市民最易感受到的红利。”推进省
际断头路项目建设、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开通毗邻地区公交客
运衔接线路试点、加强区域港航协
同发展，长三角交通互联互通话
题，引起代表委员关注。

市人大代表、嘉定区建设管理
委主任蔡宁认为，应形成道路、轨
道交通、公共交通的有机连接，建
议继续打通省际断头路，注重规划
先行，梳理对接三省一市现状，对
长三角道路对接的储备要求分期

实施；衔接轨道交通，通过轨交 !!

号线加快昆山融入上海都市圈，实
现同城效应；公共交通方面，建立
公交对接协调管理机制，编制毗邻
地区公交对接规划、加强合作。
“目前，长三角轨道交通还有

较大发展潜力和空间，长三角三省
一市轨交线网密度远小于世界其
他城市圈。”市政协委员、上海春秋
发展战略研究院秘书长梁顺龙直
言，长三角地区人口稠密，土地和

空间资源紧缺，形成“低碳交通、绿
色出行”的理念，发展以大容量、集
约化的轨道交通网络为主导的交
通方式。

市政协委员、太平人寿保险公
司总公司企划部总经理尧金仁表
示，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不是简
单将公路、铁路连接起来，而是要
形成贯通三省一市的经济走廊，形
成城市群互动发展格局，“通过协
作促进市级轨道交通网的合理布
局，增强长三角城市的同城效应，
打造长三角 "#$小时以内的交通
生活圈。”

! ! ! !一条 %&'科创走廊，串起上海
松江，浙江嘉兴、杭州、金华、湖州，
江苏苏州，安徽宣城、芜湖、合肥九
城，从交通要道变身创新高地，总
体发展规划升级到了 $()版，共同
打造“一廊一核多城”。

市人大代表、松江区经济委员
会主任陈容介绍，%&)科创走廊已
经拓展到九城市共建共享，围绕人
工智能、智慧安防、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产
业集群发展，正成为长三角产业领
域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海尔
智谷、上海超硅、国能新能源、正泰

启迪智电港、修正药业等百亿元级
项目全面动工建设，“在产业集聚
发展、打破行政区划、营商环境优
化、开放共建共享上呈现良好态
势，未来将在科创驱动和制度创新
上作进一步探索。”

%&)科创走廊、长三角科技交
易博览会、长三角科技城……一系
列区域科创合作平台，正成为长三
角产业发展的新载体。
“金山枫泾地处上海远郊，但

却是上海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的‘桥
头堡’和‘最先一公里’。”市人大代
表、金山区枫泾镇党委书记张斌坦
言，既要分享长三角一体化要素流
动带来的机遇，也要搭建节点性、
功能性的服务平台。一方面，正整
合各方优势资源，建设全国首个跨
省（市）合作的科技园———长三角
科技城，同时打造长三角路演中
心，以路演为链环，黏合资本、技
术、人才、交易、服务、数据、信息等
创新创业要素生态链，成为长三角
地区路演门类最齐全、路演服务最
专业的功能平台。

! ! ! !“长三角以全国 "(!,-的土
地，承载了 !!./-的人口，产出
"'-的 %01，是我国经济贡献强度
最高的地区之一，生态环境则长期
处于严重超载状态。”市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
杨新强调，长三角作为“长江大保
护”关键地区，推动生态环境共建
共治共享是重要战略任务。杨新
建议，优化长三角城镇空间、农业
空间、生态空间，统筹城镇增长边
界、永久性农田边界和生态保护红
线，协调布局环境基础设施，“实现

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和统一管理”。
早在 "'!,年，上海施行《上海

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探索长三
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包含产
业结构调整、机动车污染防治、机
动船污染防治、重污染天气应急联
动、重大项目信息通报、联动执法、
信息共享等。市人大代表、市人大
法制委副主任委员丁伟表示：“三
省一市区域联动立法、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走在全国前列。”
“围绕一体化，加强生态的环

境共治，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共同
体。”市人大代表、青浦区委书记
赵惠琴建议，启动绿色 %01核算，
充分体现长三角毗邻区的生态价
值；在统一的生态环境标准下，探
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形成跨区域协调治理；
建立排污权、碳排放权的交易制度
和市场，推进天然气、电力市场化
交易，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推进生
态环境治理。

! ! ! !“一名病人从浙江到上海就诊，
如果医疗数据打通了，很多检查就
不用重新来过，对医疗资源、时间财
力都是一种节约。”市人大代表、上
海优刻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
行官季昕华认为，长三角潜在的大
数据资源非常丰富，加快区域信息
基础设施连通，促进跨地区、跨部
门、跨行业的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推
动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
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市民的生活
便捷，更能让数据汇聚在一起，有利
于人工智能发展，有利于上海科创
中心的建设。”
市政协委员、上海申能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国靖聚焦快
递物流产业，建议把沪北地区建成
长三角快递枢纽中心，推动和落
实快递设施布局与现代物流服务
业、电子商务等相关产业规划的

衔接，快递处理中心与电子商务园
区、物流园区、货运枢纽协同布局，
促进相关产业融合，提升区域快递
服务水平，实现长三角地区设施共
建共享。
点点手机，不到 !分钟就完成

预约，一小时后，社区回收人员上
门，以 !2)元的价格收走了闲置近
!年的旧电视机……静安区彭浦镇
与支付宝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两
网融合”在线垃圾分类回收平台，让
垃圾回收和寄快递一样方便。平台
上线不到半年，“上海经验”已经被
复制到了长三角区域，覆盖苏浙沪
!,个城市、$万余个社区。市政协常
委胡光在提案中指出，通过互联网
平台下单*社区人员上门回收的新
模式，解决了回收人员难找、可回收
品随意丢弃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
有效促进垃圾减量，“长三角各地区
可共享产业优势和垃圾处理新技
术，共同推动整个区域的垃圾资源
化回收利用。”

! ! ! !去年 !!月，首届长三角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探索文
化产业发展新模式，联手提升区域
文化软实力，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城市核心功能增强中体现文化产业
新作为。
“长三角不仅是全国经济最为

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文化产业最
为繁荣的地区。”市政协常委、上海
协和教育集团（中心）总校长卢慧文
举例，上海有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
地、文化产权交易所、国际艺术节
等国家级甚至国际级平台蜚声中
外，多个大型国有文化企业集团更
是风生水起；浙江拥有大批影视投
资制作公司和影视基地，互联网文
化产业发展也势头正劲；江苏有丰

富的传统文化产品，广播电视传媒
行业发展位居全国前列；安徽借助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在文化装
备与服务等领域渐为领先———长
三角地区已成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发
展重镇。
代表委员们认为，推进长三角

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将建立
文化开放合作的新优势。市人大代
表、闵行区教育测评与研究中心主
任何曙光建议，充分利用信息化手
段，加快长三角地区基础教育教学
网建设，将长三角地区内的各类素
质教育基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基地互相开放，供长三角地区中
小学生免费参观、学习，在非遗保
护、传统文化抢救、高品质文化共
享、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可建立
跨省域的工作联合体，逐步建立和
完善共建共享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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